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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支菲娜 陈旭伟

电影是大众化的文化消

费形式，多数观众对电影票

价 较 为 敏 感 。 从 观 众 的 角

度 ，大 额 满 减 或 者“ 直 接 发

钱 ”能 唤 起 更 多 的 观 影 需

求。此轮浙江电影消费券集

合了此前全国各地消费券的

一些优点，又进行了便捷有

效的创新探索：

一是无门槛、骨折价。此

前全国各地的电影消费券多

为“满减”，即电影消费券需

达到一定门槛才能抵用。这

些 消 费 券 减 免 额 度 高 低 不

同，有些用券后相当于低至 4
折；但有些减免后并不比会

员价实惠多少，不仅抢券费

时费力，使用时还得计算选

择。因此，各地消费券实施

效果差异较大。而此次浙江

电影券主打“平日 10 元一口

价、周末 20元一口价”，覆盖

所有在浙人员和绝大部分影

院，相对于浙江省今年 41 元

的平均票价而言，堪称简单

好用免烧脑的“骨折价”，体

现了政府政策的诚意。

二是总额高、券量足。此

次 浙 江 电 影 券 总 额 2500 万

元，应是迄今省级管理部门

电影消费券发放总额最高的

一次；总共发放 80万张，加上

亚运会公益观影场次等其他

相关不定期惠民活动，此次

有望有效覆盖约 100 万观影

人次。且由于折扣力度大，

观 众 应 有 较 高 的 领 券 积 极

性，避免了消费券容易出现

的“雷声大雨点小”、核销率

（领用率）不高的窘况。

三是周期长、少浪费。此

前浙江和全国多地的电影消

费券多集中于春节档、国庆

档等热门假期，有效期多为 7
天。此次浙江电影消费券虽

然有效期也仅为领取后的 7
天，但首轮活动周期设定为 9
月 6 日—11 月 30 日，超时未

核销的资金将重回资金池循

环利用。这一设计使得观众

既可错峰领取、避免抢票时

出现网络拥堵，又可避免“冲

动”领券后实际未观影造成

浪费，提升财政资金利用率。

◎观众领券：无门槛、券量足、周期长

2023年电影市场春节档、

暑 期 档 分 别 以 67.65 亿 元 和

206.20亿元票房收官，初步奠定

中国电影纾困复苏的基础，并使

电影人坚信“中国观众和中国电

影在一起”才是发展的硬道理。

信心倍增的同时，行政管理部门

和有识之士也清醒认识到，“市

场潜力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电影消费既是电影生产创

作的动力和最终目的，也是电影

业满足人民美好精神文化生活需

要的直接体现。如何完善扩大电

影消费的长效机制，不仅是需求

侧的改革切入点，也是电影供给

侧改革的解题之道。今年以来，

国家进一步重视扩大消费相关工

作，要求综合施策释放消费潜力，

促进消费持续恢复。与其他消费

门类不同，经过20年电影产业化

改革，城乡电影消费基础设施建

设基本完备，初步建立起了排浪

式的纵深市场。电影消费券等形

式的政府补贴，直接快速作用于

需求侧，可通过消费加速资金回

流供给端，促进电影生产创作，形

成进一步刺激观影消费需求的良

性循环机制。浙江三年来的电影

消费券探索，提供了扩容城镇电

影市场的一些思路。

建议有条件的地区尝试调

整电影资金使用方向、调达其他

相关财政资金和业外资金，从补

贴影院建设的“补砖头”向补贴

观众观影的“补人头”转变，并适

度做好“一老一小”工作，对青少

年学生群体和老年人群体加大

观影券发放力度频度，进一步激

活资金效能、提高影院上座率、

促进常态化的电影消费，提升电

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

传效果。

（支菲娜，中国艺术研究院高级

编辑；陈旭伟北京电影学院教

师）

◎强国之思：让财政资金进一步助力做大做强市场

浙江并不是今年第一个发

电影消费券的省份，但“错峰

发钱”促进平日观影消费是一

大特色。从管理部门的角度，

此轮浙江电影消费券的一些

探索，值得有条件的地区密切

关注研究：

一是促进“有为政府”服

务于“有效市场”。浙江省经

济发达、人文素质高、政务服

务务实高效，电影票房、人次

常年占全国市场的 7%，是继广

东、江苏之后的全国第三大票

仓市场。浙江发放各类消费券

的总额和频率，无论省级还是

地市级，均位于全国前列。此

前，浙江省电影管理部门利用

省 级 电 影 专 资 ，分 别 于 2020
年、2021年各发放过 1000万元

的电影消费券，据统计，其边际

效益各达 5853万元和 7026万

元。此外，浙江杭州、义乌、桐

乡等地也陆续利用本地财政资

金发放过额度不等的本地电影

消费券。这一次，浙江省不仅

再次利用 1000万元省级电影专

资（约相当于本年度浙江省级

电影专资的 1/5），而且拓展筹

资渠道，撬动建设银行 1500万
元配套资金，做大了资金池、增

大了惠民覆盖范围。

二是缓解市场旺季堆高，

吸引“冲动型消费”。近几年

来，疫情叠加内外环境变化，

电影市场头部效应突出。因

此，在春节档、暑期档、国庆档

等大档期，大片强片扎堆投

放、票房堆高，档期过后电影

市场消费骤冷、观众寥寥。今

年以来，在行政主管部门引导

下，多部电影定档普通周末，

不断调试和稳健市场。但由

于行业惯性，市场冷热不均的

现象仍较突出：暑期档连续 72
天票房过亿元，一进入 9月，平

日票房再次跌破 4000 万元。

比起节假日扶老携幼的集中

“理智型消费”，观众在平日

“无规划”地随意走进影院观

影，进行“冲动型消费”，对电

影健康发展而言才是更为重

要的表现。因为这意味着更

多的常客型观众，能使得中国

电影的腰部“核心力量”坚实

稳固。此次浙江电影消费券

从暑期档刚刚结束后即投放，

重点投放平日和周末，目的在

于通过消费券来带动淡季电

影消费；而在中秋国庆档期间

以投放“满 21元减 20元券”为

主，通过一定优惠门槛有引导

地加磅国庆期间的电影市场，

“淡季不淡、旺季更旺”。

三是基于优质供给，提振

下沉市场需求。 2023年暑期

档上映影片数量密集、整体质

量佳，实现了以高质量供给引

领和创造市场新需求，因此造

就了票房高达 206亿元的最强

暑期档。由于城乡电影消费存

在一定的时间差，大档期结束

之后，市场仍有极大的开发空

间。即便在浙江这样的东部省

份，内部也存在明显的地域发

展差距，也有“排浪式发展”的

特征，杭州、宁波、温州、金华等

经济发达地区和山区市县之间

的文化消费水平和文化消费能

力较不平衡。另一方面，浙江省

财政自给率高，对消费券的乘数

效应依赖程度较小。对尚未完

全消化暑期档优质影片供给的

地级及以下城镇市场而言，采用

直接发放金额接近消费目标的

电影消费券，不仅能减轻居民购

票压力，而且有助于引导当地

影院主动让利、缓解影院经营

困难，为进一步扩容电影市场

做好铺垫。近年来，浙江省平

均票价常年比全国的高 0.4—
0.6元，2023年以来至今更是高

出全国 0.9元。但 9月 6日以

来，浙江省平均票价比全国低

了 0.1元，以电影消费券为代表

的惠民观影工作在其中发挥了

一定功效。

◎管理探索：“错峰发钱”夯实“冲动型消费”

本报讯 由著名苏剧演员王芳、

张唐兵主演的戏曲电影《国鼎魂》近

日开启多地路演活动。该片改编自

同名苏剧，由苏州市苏剧团有限公

司、苏州市苏剧传习保护中心出品，

由曾获金鸡奖“最佳戏曲片”的汪

灏、蓝天导演执导。

《国鼎魂》的故事发生在苏州。

当地望族“潘氏”祖上人才辈出，其

家风重礼崇文。作为江南的收藏大

家，两尊出土于十九世纪的文物至

宝“大盂鼎”“大克鼎”便正在潘氏一

族妥善保存。为身患疾病的恋人冲

喜，医家闺秀丁素珍嫁入潘家，却不

料结婚当日便突遭变故。丈夫、公

公和继子相继因为宝鼎与素珍阴阳

两隔。而无论经历了何种人生变

故，无论所处的时局是动荡还是相

对和缓，素珍——为表护宝之志已

更名的潘达于先生，对他者的觊觎

始终横眉冷对，对国宝则始终披肝

沥胆。

文物的坎坷传奇承载了非常厚

重的文化和历史底蕴，为了找到最

能挖掘其内核的表现手段，影片的

主创团队在创作时十分细心、耐

心。这样一个饱含江南风韵的“苏

州故事”，历史悠久又是“天下第一

团”的苏剧，自然是最为恰切的呈现

方式；而更水到渠成的，是这个故事

的灵魂理应被苏州的艺术家们撑

起，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对于这片土

地的过往更有别样的情感共鸣。《国

鼎魂》的两位主演经验丰富，他们浑

然天成的表演，让角色非其莫属。

饰演潘达于先生的王芳是著名

的苏剧、昆剧表演艺术家，也是“全

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昆曲）代表

性传承人，曾获第十二届、第二十二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第十

二届“文华表演奖”、第二十四届“上

海白玉兰戏剧表演主角奖”等多项

国内外荣誉。王芳独到的表演，将

潘达于先生青年时的端庄秀丽、中

年时的坚忍沉静，老年时的威严庄

重展现得淋漓尽致，她在片中的一

颦一蹙，无时无刻不让人感受到这

位巾帼对宝鼎命运的忧心和与宝鼎

同进退的决心。

饰演潘祖念的张唐兵同样也是

著名的苏剧演员。他曾获第二十四

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配角奖”

榜首，第五届中国昆剧艺术节优秀

表演奖，第一届、第三届、第五届中

国江苏省戏剧节优秀表演奖，是一

位经验丰富的表演艺术家。在影片

里，潘祖念的温厚宽忍、秉持大义与

潘达于的高洁气质相得益彰。在这

两位演员之外，潘家裕的宁死不屈，

白正的复杂经世等，正是因为有多

位优秀苏剧艺术家的倾心演绎，国

宝背后历史的正面和多面才得以浮

出水面。

在演员之外，主创团队对于故

事本身的打磨也独具匠心。《国鼎

魂》改编自真实的人物事迹，为在准

确还原的基础上发挥艺术创造，主

创团队多次实地走访苏州“潘府”，

听取专家意见，精心撰写剧本。《国

鼎魂》的戏曲版本在国内多次上演、

屡获好评，而剧目本身也随着演出

次数的增多而不断积累经验、精益

求精。得益于诚挚的创作，《国鼎

魂》戏曲版荣获多项顶级荣誉：第十

六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

奖”、江苏省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荣誉大奖等多个奖

项；作为文旅部“百年百部”重点扶

持剧目，也在建党100年之际在苏州

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举行了汇报演

出。种种前绩、殷殷努力，都为进一

步电影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稿件来源：全国艺术电影放映

联盟）

本报讯 9月 10日，根据真实故

事改编的青春爱情电影《曾经炽热

的我们》在北京举办“忘不了，回不

去”首映礼。出品人王哲涵、制片人

任维与导演马小刚，编剧方唱、王

馼，监制陶经，领衔主演周政杰、卢

洋洋，主演骆明劼、胡嘉欣等主创亮

相。影片将于9月16日全国上映。

作为融入创业、时代变迁的青

春爱情电影，《曾经炽热的我们》深

度聚焦个人与成长、梦想与现实，意

在展示最真实的青春过往和动人情

感。首映礼当天，出品人王哲涵表

示，电影意在传达年轻时要充满激

情地去闯去拼搏，同时也要学会珍

惜身边人。制片人任维认为，真实

动人的故事、俊男靓女的演绎、青春

浪漫的题材，是影片的三大亮点，相

信一定能够走到观众心里。导演马

小刚表示自己被剧本里的热情、情

感打动，希望通过这部电影带给更

多年轻人面对困难的勇气。

交流环节，几位主演与观众展

开了交流。周政杰表示，男主角王

浩宇虽然很上进，在事业上也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但他并没能在每一

个时间段都做出最正确的选择，也

因此在爱情、友情上面留下了诸多

遗憾，如果可以重来的话，希望可以

做出更正确更好的选择。卢洋洋认

为，女主许笑笑有自己的原则，敢爱

敢恨，但即使再重来一遍的话，她依

然会坚定继续选择自己认为对的事

情。

首映礼上，不少观众沉浸在扣

人心弦的青春爱情创业故事中，“真

实、感动、珍惜”成为现场口碑关键

词，很多观众在现场动情地表示“这

是9月必看的电影，一定要带上最好

的朋友去看”。

该片由天津电影制片厂有限公

司、山东乐旋影业有限公司、保利影

业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北方电影集

团有限公司共同出品。

（姬政鹏）

本报讯 近日，入选丝绸之路国

际电影节新片推荐单元的电影《柿

子花开》剧组传来最新消息，筹备三

年的电影即将开机。

疫情期间，剧组为确保投资人

利益，决定延迟开机时间。2021年
剧组签约了开发策划、担任剧本顾

问或编剧作品《特警队》《英雄本色

2018》《铁道飞虎》《解救吾先生》《新

警察故事 2013》的著名电影剧本专

家、编剧贾志杰担任该片监制。特

邀第 34届金鸡创投入围金奖获得

者、青年编剧廖飞宇加盟剧组，对

《柿子花开》剧本进行修改提升，目

前剧本提升已基本完成。

《柿子花开》是一部老人题材的

影片，提出“空巢不空心”的理念，表

达“我们都有老去的一天，老人也要

为自己而活”的主题。以温暖感人

的故事，讲述老年人的梦想，以及对

自我价值的重新认识，是一部有温

度、有情怀的诚意之作。

该片主场景定在有“柿子之乡”

的陕西富平县。电影项目先后得到

富平县委县政府、县委宣传部等领

导高度认可，富平县政协主席王永

丽对《柿子花开》前期开发和剧本创

作及后期拍摄给予大力支持，该片

计划于 2023年 12月开机，同时今年

柿子节期间摄制组将进驻富平县庄

里镇、淡村镇的柿子主产区进行取

景拍摄。影片成片后将有计划地参

加国内外电影节，对影片做全球推

广。影片制作、全球推广宣传和发

行必将对主场景所在地陕西富平的

人文风情和柿子产业起到很好的宣

传和推广作用。 （支乡）

苏剧电影《国鼎魂》“光明版”发布海报

五城路演重现国宝守护传奇故事

《曾经炽热的我们》在京首映
真诚动人获观众力荐

《柿子花开》计划12月开机
主场景在“柿子之乡”陕西富平拍摄

浙江电影“直接发钱”“错峰发钱”：

从“补砖头”转向“补人头”

发放电影消费券可培养观影习惯、推广电子支付，又可带动边际效应、促

进消费恢复，还可提升施政效果、获得民心支持，其优点毋庸赘述。因此，

2020年以来，全国各地陆续发放了多轮电影消费券。在这些探索的基础上，

9月6日，浙江省启动的2500万元电影消费券发放活动，通过“直接发钱”和

“错峰发钱”，从需求侧着手挖掘市场潜力，促进人们日常化观影，恢复和扩大

电影消费，来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浙江的政策实施不到一周，效果尚未

完全显现，但也许能成为财政资金从“补砖头”向“补人头”转变、让文化进一

步惠及民生、推动市场纵深发展的有益尝试。

富平县政协主席王永丽（左）与制片人王鑫沟通电影拍摄情况


